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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5年，建成双向协同、高效顺畅的农村现代流通体系

中央财办等部门推动
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 发挥好中央应急物资储备

“压舱石”作用

【三农资讯】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陕西大荔：“托管服务”促粮稳产增收

《中央财办等部门关于推动农

村流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日

前印发，旨在加快建设高效顺畅的

农村现代流通体系，推进农村流通

设施和业态全面融入现代流通体

系，促进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

农村流通体系连接城乡生产和

消费，加快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是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然要求，

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商品和

资源要素有序流动的迫切需要，是

建设高效顺畅现代流通体系、推动

城乡融合发展、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的有力举措，是促进农业发展、农村

繁荣、农民增收和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支撑，对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

大意义。

这份由中央财办、中央农办、商

务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

局和国家邮政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

的文件，围绕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加快

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发展目标、

重点任务、政策支撑等作出部署。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流

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进入设施升

级、融合发展、数字赋能的高质量发

展阶段。但也要看到，当前农村流

通发展仍面临流通设施不足、缺乏

规模效益、缺少龙头企业、城乡商品

要素流动不畅、假冒伪劣商品多、要

素保障不到位等突出问题。

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我

国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取得阶段

性成效，基本建成设施完善、集约共

享、安全高效、双向顺畅的农村现代

商贸网络、物流网络、产地冷链网

络，流通企业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

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农村消费

环境明显改善。到2035年，建成双

向协同、高效顺畅的农村现代流通

体系，商贸、物流、交通、农业、供销

深度融合，农村流通设施和业态深

度融入现代流通体系，城乡市场紧

密衔接、商品和资源要素流动更加

顺畅，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

行”形成良性循环。 （据新华社）

河南宁陵：抓“鸡”遇 产业兴

近日，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自7月

30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针对京津冀晋豫启动防汛

二级应急响应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启动应急响应

机制，主要负责同志组织专题会商，全程调度京津冀、东

北等灾情较为严重地区的应急物资保障情况。各储备

单位加强24小时应急值守，强化与气象、应急、交通运

输、铁路等部门衔接，提前做好人力、物力、运力准备，确

保应急物资储备在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截至8月8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组织北京、

天津、河北、黑龙江、吉林、河南、湖北等地的29座国家

储备仓库，累计向京津冀、东北地区调运18批次、总价

值9001万元的中央应急物资，全力支持天津、河北、黑

龙江、吉林、河南等省市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有力保障

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要。

当前仍处于“七下八上”的关键阶段，后期还有台风

登陆、局地强降雨的可能，防汛救灾形势不容乐观，应急

物资保障任务仍然艰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

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

密切关注重点地区汛情灾情，早做准备、打足提前量，确

保关键时刻发挥好中央应急物资储备的“压舱石”作用。

（据新华网）

“统一优质品种、统一配方施肥、统一

高质量播种、统一病虫草害防控、统一技

术指导”——这是记者近日在陕西省大荔

县采访时了解到的一种新的粮食生产管

理模式，1万亩农田纳入其中，老百姓称

之为“托管服务”。今年夏收“五统

一”成效显著，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

1200多斤。

大荔县韦林镇迪村五组农户王

养杰告诉记者，他家里20亩地全部

参加了“托管服务”，和往年相比，生

产管理上省了不少心，每亩地投入

减少了一百多元，而产量却提高了

一两百斤。

“什么时候喷药，什么时候灌

溉，什么时候施肥，都有专业老师

指导，飞防作业，农民不像以前那

么操心。政府倡导的这种模式就是好!”

说起参与“托管模式”的感受，王养杰赞

口不绝。

据了解，2022年秋播之前，大荔县正

式启动粮食单产提升技术综合示范项目，

由县农技推广中心组织实施，建立小麦

玉米轮作社会化服务生产托管服务核心

示范区1万亩，政府投入补贴资金200万

元。同时依托社会化运作，发挥辐射带

动作用，辐射带动周边不少于 4万亩基

本农田。

大荔县粮食单产提升技术综合示范

项目技术小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他们通

过集中连片、整村推进，依托社会化运作

的生产托管经营模式，推广新技术、新模

式、新服务，实现农户增产增收，增强粮食

生产综合能力，确保粮食安全，提高生产

水平。

作为“托管服务”主要实施人之一，陕

西俄尔顿地垦农化化肥有限公司董事长

白保林逢人夸赞粮食种植“托管服务”的

好处。他的团队负责该项目当中的3500

亩面积，涉及农户310户。

“托管服务核心是落实五个统一，从

今年夏收情况来看，效果就是不一样。”白

保林告诉记者，今年夏收期间大荔等地连

续降雨，许多麦子收获时颜色发黑，严重

影响了小麦的品种；而他负责托管的产区

小麦颜色正，呈现出黄亮色，亩产均高于

往年。

“对于小麦生产来说，今年是一个灾

年，但是能达到这样的产量，对农户来说

是惊喜，对于我们来说在意料之中。”站在

韦林镇迪村一片长势喜人的玉米地边，白

保林信心满满，在他看来，这茬玉米和夏

收的小麦一样，同样能大获丰收。

农业科技报记者 李俊辉

对于大家关注的不动产登记问题，自然资源部日前

表示，各地要紧盯2020年底前全国所有市县一般登记和

抵押登记业务力争全部压缩至5个工作日内的任务节点，

务必实现“一窗受理、并行办理”。

对于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自然资源部要求各地

要聚焦重点区域提高登记率，将尚未确权登记的宅基

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作为工作重点，未开展地籍调查的

尽快开展房地一体地籍调查；已完成地籍调查的，按照

简便易行的方法补充调查农房信息。要充分发挥基层

自治组织作用，不得通过登记将农村违法用地合法化，

让“农民的事情农民办”。

自然资源部还透露，将加快制订不动产登记法，明

确电子登记数据和电子证书证明的法律效力，总结提

炼各地便民利民、行之有效的创新实践，逐步形成完备

的不动产登记法律制度体系。 （据人民网）

不得通过不动产登记
将农村违法用地合法化

自然资源部：

白保林白保林（（左左））查看托管农田的玉米长势查看托管农田的玉米长势

8 月 8 日，在

河南省商丘市宁陵

县张弓镇高堂村肉

鸡养殖场里，工作

人员正忙着收获鸡

蛋，供应市场。

近年来，张弓镇

按照“一村一品”产

业发展规划，加强

特色养殖技术培训

服务和品种引进改

良，实现集体、农户

“双增收”，助力乡

村振兴。

本报通讯员 徐硕
摄


